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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

全球化进程见证了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，高校英语专业

学生不仅是国内外语言交流沟通的桥梁，更是促进世界多样文化

交融的使者。自从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以来，当地的对外开放

成都及对外交流井喷式增长，社会亟需跨文化英语交际沟通人

才。因此，增强英语专业学生跨文化沟通能力，提升其文化异

同的敏感度和辨别力，促进其将母语文化体系与目标语文化体系

的关联能力，已成为当前高校大学英语教育的重要任务。然

而，目前部分高校对英语专业学生的跨文化沟通能力培养现状却

不容乐观——对学生的培养倾向于关注其语言本身的技能掌握，

而忽视了更深层次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。其结果是，尽管

系统的语音训练每个英语专业毕业生并没少参加，拥有数千或上

万的词汇储备，对语法规则烂熟于心，成功通过诸如大学英语四

级、六级甚至专四、专八等各类英语等级考试 , 可是，一旦投

身于实践或是就业岗位之中，他们往往会因欠缺跨文化沟通能力

而造成语用失误的困窘局面。高职院校以职业能力培养为教学本

位，培养英语专业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对于高职院校实现培育

高素质、高技能的应用型人才的育人目标迫在眉睫。

1　跨文化交际ICC理论模型

国际文化研究大师、英国著名语言学学者 Michael Byram

教授针对跨文化交际能力（ICC）理论框架和模型的研究对于促进

英语语言教学以及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有重要的指导作用
[1]。ICC英文全称为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,

意即为“跨文化交际能力”。知识、技能、态度及批判思维构成了

该模型的四维度，而这些维度分割跨文化交际能力为多个板块，

如：态度、知识、发现及交际能力等。Byram依据该分类指出，跨

文化沟通需要语言沟通者熟悉本土文化以及目的语国家的社会风

俗、行为准则及常规概况；在注解本土文化时需全面、客观且充

满理性，注解别国文化则不偏不倚；从客观标准出发，科学合理

地判断本土及目的国文化，对别国文化的态度、观点及行为有有

一定胸怀接纳和包容；在现实交际过程中要能够综合运用态度、

知识以及技能达到有效的跨文化沟通目的。由此，不能笼统地将

英语专业学习者定义为单一的语言模仿者。

Michael Byram教授的理论模型不同于传统的交际式语言学

习理论，前者对跨文化沟通的研究实则是现代社会进步的衍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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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特别指出，学习二语不应只侧重本族语言或外来语言，这样

的人才并非语言教育的最终目标，语言教育最终目标是培养那些

可以在跨文化间实现驾驭沟通的人才。结合 Byram的ICC理论可

以看出：跨文化交流者需要明确自身的立场，认识到若要达到

理想的交际状态就要摆脱自身思维定式，不要试图改变他人或是

他人的个体思维。

2　国内对跨文化交际能力（ICC）的研究情况

我国学界基于国外跨文化沟通研究成果以及国内外语教育教

学现状，于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重视并探讨二语学习中跨文化

交际能力的应用。理论层面上，国内学者开始探索搭建跨文化

交际理论模型。90 年代后期，贾玉新教授提出基本交际、情感

及关系、情节、交际方略能力系统是构成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四

维度，这些维度间是互为依存的，生生相息的。虽然其搭建的跨

文化交际能力理论框架是全面且深刻的，但这类理论过于抽象复

杂，因而在实际的外语教学中难以操作落实。此外，部分学者在

跨文化交际能力框架构建上，大胆地从英语教学着手的尝试。例

如，高一虹等教授采取层层推进方式，从微观、中观及宏观看待

外语教学目的，将社会文化能力，如语言、语用及扬弃归为宏观

层次[2]。胡文仲教授认为要增强跨文化交际能力并非能一蹴而

就，是一个渐进过程，可以通过跨文化意识、敏感及技能的培养

逐步形成和提升[3]。2008 年，宋莉教授从新的视角构建的跨文

化交际模型展现出本土化与国际化的结合，尽管这一模型是针对

我国英语教学模式提出的，从而更有针对性，但该模型依然处于

理论探索层面，并未走向实践探究。

关于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问题，国内也有众多学者研究，

有部分学者也以英语教学为研究背景提倡研究应立足实践。孙有

中教授从跨文化教学课程设置和教学原则的角度对跨文化交际能

力培养进行了探讨，强调在外语类专业课堂教学中应以跨文化能

力培养为导向的基本原则，即在课堂中应培养学生的思辨、反省、

探究、共情和体验为重点。一些学者提出了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

的实践模型。庄恩平教授从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实践模型角度

出发，提出跨文化课堂教学实施模式，但该模式仅列举出跨文化

交际能力各要素的培养方法和过程，仅列举出跨文化交际能力各

要素的培养方法和过程，未能采用新近教学理念，因此略显陈旧。

孔德亮和栾述文的实践模型虽能将培养原则、内容和策略恰好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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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一体，但因各层面涵盖过多而使得每个层面略显单薄。

综上所述，目前国内许多学者对跨文化交际有了较为深入的

认识，强调了在语言运用环节中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性，并

尝试从理论模型的构建和实践意义的探索着手进行较为深入的探

究。然而，第一 ，总体来说，基于ICC 模型的跨文化交际能

力培养，我国教育界投入的关注还不多，缺乏足够的研究者。

第二，面由于近年来我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，用人单位愈发

重视实践技能的操作和运用，纸上谈兵不如学以致用、付诸实

践。所以，我国教育工作者越来越重视对外语专业学生跨文化

沟通及交际能力的培养及提升，并为此展开了很多课题研究，

而高校无疑是其中担当重责的大梁。

3　英语专业学生跨文化沟通能力提升中ICC理论模型的指

导意义和价值

3.1加强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

跨文化能力除了认识本土文化，还要有沟通本土文化与异文

化的能力。对本国传统文化的深刻认识是了解和学习目的语国家

文化的前提，如果本土文化素养欠缺，那么想要得体自如地与

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际也将十分困难。因此，若外语

学习者一味地将重心放在补充目标语的文化背景、却忽略学习领

会本土文化知识，这不仅会严重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

扬，对语言交际者来说也极有可能出现语言交际失败的困窘局

面。罗喻教授依据张武保教授提出的“动态631 原则”进一

步解析了学生在其基础语言学习阶段的学习课时分配比例，他建

议，学生的语言技能课程应占 60%，其余40% 则应分配给非语

言技能的学习，其中学习中国文化课时占30%，学习外语相关技

能、礼仪等占约 10%。[7 ]此外，从社会需求角度看，英语学习

者本应是本国文化的第一传播者，也是沟通本土文化与异国文化

的桥梁，众多在华跨国公司了解中国国情，并做出适合中国市

场的相关方案和策略，获得投资目标的实现，首先选择的最直

接的媒介和渠道就是中国员工，因为中国员工应该对自己国家的

社会历史文化、思维方式、行为习惯最为了解的“百科全

书”。但是，很意外的是，我国对本国文化充分、足够了解

的外语专业毕业生却并不多，这使他们失去很多能展示自己的工

作机会。所以，关于中国文化背景知识的学习对于英语专业学

生来说非常需要且必要。

3.2提高学生对不同文化差异的敏感度和包容性

跨文化意识作为跨文化构成理论的一部分，对于跨文化能力

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。它是沟通者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，

能敏感地识别、挖掘和辨别文化的能力。[6]在具体的语言交流情

景下，外语学习的学生往往因欲急切表达想法而失掉语言表述的

得体性和他国文化间的差异，这就易导致语言理解歧义甚至是误

解的发生。文化的兼容性指的是对外来文化的鉴别、遴选和接

受能力，外语学习者不仅要能够以包容之心尊重他国文化习俗，

同时要能够理性客观的对二者文化间异同进行甄别，努力做到求

同存异、兼收并蓄。对于异国文化强烈的思维冲击要学会理

性、客观、辩证对待，不迷失自我，不盲从盲信。因此，在

课堂教学中，应注意帮助二语学习者强化诸如各国风俗惯例等的

异国文化背景的知识补充，切实提高甄别本土文化与目的国文化

间差异的敏感性。

3.3提升学生跨文化沟通的思辨能力

由于不同文化间思维方式差异的存在，外语学习者的语言变

通能力在避免语用失误现象上十分重要。落实到具体课堂教学实

践环节中，教育者应在语言教学伊始就渗透进跨文化意识。这

种渗透方式可以是多种多样、丰富多彩的，比如话题辩论、头

脑风暴等等，这些活动不仅有助于教师活跃课堂气氛，学生更

是可以通过思维的碰撞创造出新的思路，从而提升学生的思辨能

力。诚然，对于语言学习者来说，语言交流学习最难把控的一

环就是思辨能力，但其培养也有一定规律可循。假使能在语言

学习过程中切实发掘和锻炼思辨能力所蕴含的迁移和移情功能，

同时拓展学生其他相关认知技能，则其思辨能力即可无限延展，

甚至在今后的工作中可以应用于不同专业或学科领域。像这样不

局限与课堂内和校园内，而学会迁移到课堂外和校园外，对于

学生其它能力的提升也大有助益，能帮助其在学习、工作和生

活中能够主动发现问题、辩证看待问题、积极分析问题、理智

解决问题的能力，学生的办事的变通性和处事的决策力也将大大

提升。[ 8 ]

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和我国改革开放的扩大，具有跨文

化沟通能力的外语专业人才越来越成为社会迫切需要的复合型人

才。英语专业学生跨文化沟通能力的培养并非是一蹴而就、一劳

永逸的，这种培养是动态的、无止境的学习过程，而ICC 理论模

型对于培养学生跨文化沟通能力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。传统教学

方式常常静态比较跨文化现象，新时代语言教育者应大胆尝试改

革，加大对跨国文化的动态比较研究。站在英语专业学生的角度，

掌握语言技能仅仅是语言学习的冰山一角，应努力钻研和实践，

向着优秀语言输出者及最佳跨国文化代言人方向前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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